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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酷爱历史，虽然是经济学家，
但他对历史研究的涉猎不亚于一名历史
学者。从对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研究到对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关注，从对麦哲
伦环球航行逻辑的分析到对美国20世
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回顾，可以说他
的史学眼光蕴养了他经济学的宏观视野
与比较研究方法。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厉
以宁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研究近乎
痴迷，特别是近几年我多次见到他在家
中捧着厚厚的繁体版《北史》和《宋史》细
细研读，页面上随处可见他画的横线符
号和写的感想短语。有一次我实在好奇，
忍不住问他为什么要这么仔细地看《北
史》和《宋史》，他说，南北朝的历史特别
是北朝的历史被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
恰恰是这一段历史对后来的中国社会
影响深远，无论是民族共同体的扩展、
制度文化的重塑、精神气质的锻铸还是
经济社会的恢复重振，都有着很高的价
值和意义，值得反复阅研体悟；看《宋
史》主要是想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搞
清楚经济方面比较繁荣、社会氛围比较
宽松、文化艺术比较灿烂、士大夫都有
报国情怀的两宋时期，为什么却是国力
积弱？是上层集团缺少勇武之气和开拓
意识，还是立国方略有偏差，抑或是整
个社会氛围和群体意识就是耽溺于偏
安和享乐？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和总
结。厉以宁对历史的这种偏爱和研究不
可避免地影响和映射到了他的诗词创
作中，在他的诗词里，包含有海量的历
史典故、思考和评析，我仅从厉以宁老
师在政协履职的15年间所写的诗词里
选出6首，来赏析和追寻厉以宁老师对
历史的思考和关照。

其一，写于2003年的《七绝·贵州山
区，再咏明建文帝》：

宫内无缘参佛法，断魂离恨走天涯，
流亡始悟民间苦，瓦钵僧衣处处家。

建文帝朱允炆于明洪武十年（1377
年）12月5日出生在应天府（今南京），为
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明朝第二位皇帝，在
位四年，年号“建文”。朱允炆于洪武三十
一年（1398年）继位，在位期间增强文官
作用，宽刑省狱，严惩宦官，改革弊政，史
称“建文新政”。但建文帝身上优柔寡断
书生气比较多，又没有多少治国经验，还
缺少居大位者身上应有的自信和坚强，
因此在施行削藩政策时导致其叔叔燕王

朱棣起兵对抗，“靖难之役”后朱允炆兵
败下落不明，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纭。
厉以宁在此词中采用了出家为僧说，即
城破后建文帝削发为僧，一路南逃，后在
贵州寺庙落脚；也正是在逃亡途中，他才
对民间疾苦和百姓生活之不易多有了
解，终于放下了身份和重负，回归平常生
活，青灯古佛伴余生。

其二，写于2004年的《巫山一段云·
贵州修文王阳明故居》：

云绕山间树，顺溪下夜郎。不辞跋涉
苦，孤月照蛮荒。

誓改穷村貌，手教种稻粮。三年劳累
实难忘，黔地读书乡。

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
10月 31日，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绍兴
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其曾筑
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王
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
学家和军事家。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倡
导追求个性解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
一”的命题和主张，冲破了僵化的“理学”
传统观念，在明清乃至近代都产生过重
要影响，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
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
物”。王阳明青年和壮年时期时，足迹遍
及当时还比较偏僻的贵州、江西、湖南、
广西等地，无论在从政、军旅之中，还是
于丁忧居家之时，都不忘兴学、讲学，为
当地和朝廷培养了大批人才，极大地促
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和教育文化事业的发
展。特别是正德元年（1506 年），王阳明
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至贵州龙场当
驿丞，在龙场这个既安静又困厄的环
境里，他结合历年来的遭遇，日夜反
省，终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龙场悟道”
发生在正德三年（1508 年），王阳明当
时37岁，是他世界观人生观的转折点，
从此，他在居于正统地位的朱子学之
外，开启了声势颇为浩大的阳明学潮
流。2004 年 3 月厉以宁到贵州调研，途
经龙场，联想到在毕节流传的王阳明
故事，回想起自己曾经下放鲤鱼洲农
场的劳动经历，于是就挥笔写下了这首
追古抚今的词。

其三，写于2005年的《采桑子·黄冈
赤壁》：

阿蒙了却周郎愿，夺下荆州。难保
荆州，孙皓无谋王气收。

东坡词赋千秋诵，情也悠悠。意也
悠悠，伴逐长江不尽流。

2005年初厉以宁带队到湖北调研，
途经黄冈时他挥笔写下了这首追思三国
往事的词。赤壁之战后刘备以向益州发
展为由，从孙权手中“借”得荆州，但刘备
占据了益州和汉中后，仍然以各种理由
拒绝归还荆州，并派关羽率军镇守荆州，
以防吴国进攻。刘备借荆州这件事，周瑜

一直反对，直到病逝前还在想尽办法讨回
荆州。吕蒙曾是周瑜的部将，他乘关羽率军
北伐襄樊与曹军作战之际，白衣渡江，袭取
荆州，擒杀关羽，彻底解决了东吴与蜀汉共
据长江，蜀汉可能顺江而下直取东吴的战
略风险。但孙权的孙子孙皓即位后却粗
暴骄盈、暴虐治国，很快丧失民心，终于
西晋咸宁六年（280 年）被王濬率领的晋
军所俘，因此才有了刘禹锡所写的《西塞
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
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
头。”站在赤壁古迹前，厉以宁不由得想
到了苏轼所写的《赤壁怀古》，对苏轼才
情和诗词造诣的赞赏、对古战场的凭吊、
对历史和人生的感悟，油然而上心头，端
的是“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
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其四，写于2013年的《菩萨蛮·安徽淮
南市八公山，淝水之战古战场》：

八公山上风声急，八公山下雄兵集。眼
底野花香，当年古战场。

渔家娇小女，顺水摇船去。低首唱村
歌：“兵精不在多”。

2013年11月，厉以宁在淮南考察经
济和历史文化发展情况时，有感于淝水之
战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于是就有了这
首《菩萨蛮》。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
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它的发生地在淮南市
的寿县。寿县，别称寿州、寿春，东晋孝武帝
时，因避帝后郑阿春讳改寿春为寿阳。东晋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将兵攻占寿阳，
淝水之战由此展开，东晋大破前秦，收复寿
阳，苻坚战败逃回北方后不久被杀，北方重
新分裂。此战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很大
影响，将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推迟了半个
多世纪。东山再起、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
声鹤唳等成语皆与此战有关。“滚滚长江东
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如今的八公山上、淝
水河畔，一幅村庄秀美、村风祥和、村民幸福
的画卷映入眼帘。远去了刀光剑影和鼓角争
鸣，只留下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广而在
谋的历史典故给后人以借鉴。

其五，写于 2014 年的《卜算子·唐昭
陵，太宗埋葬处》：

关塞早萧条，花落春将暮。一代明君悔
恨行，终被仙丹误。

岭上白云飞，山下青青树。政兴政衰在
用人，纳谏消迷雾。

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善于用兵，是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和皇帝。他
在位期间，唐朝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发展较
快，国力逐步增强。唐朝文化开放繁荣、自
信豪迈，李世民在位期间，长安是国际性大
都市，世界各地的商人聚集在一起。吐蕃赞
普松赞干布几次派使者向唐求婚，李世民
最终同意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西藏与内
地之间的友好往来与联系。李世民以较为
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周边各族的拥戴，
被尊称为“天可汗”。唐贞观二十三年（649

年）五月廿六日，他因追求长生，长期服用
仙丹导致暴疾，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
含风殿，庙号“太宗”，葬于昭陵。2014年6
月，厉以宁带领北大光华学院师生一行调
研行经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远望九嵕山
主峰上的昭陵，感慨白云苍狗、岁月不居，
一个朝代的兴衰起伏很大程度上在于选人
用人，正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
造士，为国之本”。李世民之所以能在较短
时间内使唐朝进入国富民安时期，形成历
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重视人才、善于纳
谏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六，写于2015年的《减字木兰花·陕
西汉中市留坝县张良庙》：

沉云漫漫，秦岭林深山路断。古道陈
仓，争霸当年楚汉王。

运筹决胜，不负名师奇著赠。勇退潮
流，看破红尘四海游。

汉初三杰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特
别是刘邦所讲“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
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
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
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更是
深入每一个文学和历史爱好者之心。汉初
三杰都有很多典故，比如孺子可教、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胯下之辱、萧规曹随、韩信点
兵多多益善等，足见这三人能力之强。刘邦
有了以这三杰为代表的骨干队伍，无论是
军事、经济、内政还是外事上都井然有
序，即使有好几次被项羽打得丢盔弃甲、
狼狈四窜，但也能很快恢复，最终胜出。
司马迁曾对张良赞誉有加：“运筹帷幄之
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
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苏轼也专
门为张良写了《留侯论》，文中开篇即讲：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
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
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
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
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厉以宁对张良
的评价一直都很高，认为他是汉初杰出的
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如果汉初没有张
良，历史就会平淡和逊色很多。2015年 4
月，厉以宁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
组在陕西汉中调研，在前往留坝县的路上，
看着秦岭深处一路的险峻瑰奇和栈道遗
迹，遥想当初张良急流勇退一路跋涉到留
坝，此处当年山岭陡峭、人迹罕至、偏远荒
凉，作为一名曾身在高位之人，张良确实做
到了看破红尘得自在。

历史和诗词是厉以宁经济学研究历程
中的两大加力器，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历史给了厉以宁经济学研究以厚度和深
度，诗词给了厉以宁经济学研究以灵气和
创意，从而激发厉以宁写出了更多富有底
蕴和穿透力的经济学力作与佳作。

（作者系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

厉以宁诗词中的历史典故
刘焕性

一

山远远近近地起伏着，山上飘着云雾，
有些云雾像炊烟袅袅升起，有些像瀑布陡
直地泻下。转过山脚再看，一个个山村及山
村里的房屋，也都氤氲在一幅古画中。

白鹭在绿野上画来画去，把水田画
出了形状。一条从哪里来的山溪，绕着乡
路不舍得离开。路旁叫不出名字的树，将
红叶子一片片洒在绿茵上。

沿着山道排开的一溜山村，也是资
溪的畲族聚居区。有人将它们整合，叫成
了真相乡村。

乡村都很古老了，随便一个走去，可
看到长长的石道，弯弯的桥，桥上垂着丝
绦。紫色的木槿围着篱笆，篱笆里是高高
低低的菜蔬。干打垒的墙，黑柱灰瓦的
屋，门上的春联还新着：喜居宝地千年
旺，福照家门万事兴。

屋脊遮住阳光的地方，有点暗，但是
暗得好看，映出一种深色的影子。这样的
影子多了，村子就出现了层次。跟着出现
层次的，是那些色彩迷离的花草。

燕子刚刚飞走。燕子每年都来，它们
记着该在什么时候穿雨而过。

白了头发的老人，或聚在村口，或立
于墙角，或肩着一件农具从小路走来。他
们成为真相乡村的另一种景象。

见到一口井，井同村子的年龄一样
大。有了井，才有了生活，有了田地，有了
人口。井始终保持着岁月的黑暗，同时也
保持着岁月的精髓。望进去就望见了村
子的瞳孔，它那么幽深，闪着晶明的光。
能够告诉你这个村子历史的，只有井，连
祖母童年的小辫儿，都曾在井上闪现。

二

大部分来的，曾经是乡村里的主人，
或是乡愁里的主人。他们的身后，往往跟

着童年或幼年的好奇与兴奋。这是一个充
满文化意义的组合，也是一个带有哲学意味
的组合。听说还曾经住过上海、南昌的知青，
火热而难忘的岁月，召唤着远来的热情。

乡村也变了，它们变得亲切而从容。就
像村口望着的老人，整理好前堂后室，洒扫
了庭院花径，就等着你来。

现代留不住乡村，留住乡村的还是那
些过往：停摆的磨扇，停转的水碾，不再亮
起的马灯，不再响起的纺车。还有喜提篮、
豆腐桶、麻糍石臼。

来到草坪村，一座老宅竟是造酒屋。一
个个黑坛子亮着釉彩。好客的主人捧出桂
花酒，抿一口，意味深浓。守着酒屋的老钟
五十九了，谈起来蛮高的兴致，给你讲说造
酒的程序和秘密。

老钟进去招呼时，小道上来了辆摩托
车，到跟前猛然刹住，原来是个女孩。女孩
很大方，说老钟是她父亲，她叫钟丽琴，老
公也在村里。老公也是畲族吗？不，老公是
老表。老表就是江西的汉人。现在的乡村多
是老年的身影，两个人却留下来，老公在村
里打土墙。问她上的什么学，丽琴说学没上
好，慢慢补吧。她一直听着广播，听的什么？
说是小说。

新月村口，一顶大花轿陈在那里，进村
就有一种喜感。走进一个“畲姑娘酒吧”，叫
小平的女孩热情地迎接。说以前曾在外面
打工，现在有了游客，就在村里忙了。

大食堂里，几个畲族红衣女聚在一起
说笑。高挑的女孩叫黄依，还在上着抚州护
师，回家打暑假工。吃饭的时候，女孩们端
着漏斗样的酒瓢，一桌桌唱着敬酒。酒瓢由
高而低地接龙，流入客人的碗里，客人喝得
慢了会溢出来。酒香伴着亮嗓：远方的客人
来啰咯，倒满了米酒请你放开喝啰哦……

畲族是一个勤劳热情的民族，过年节，
他们还会跳采茶舞，丰收舞，也会唱醉心的
山歌——有心打石石会开，有心想妹妹会

来。青山高高隔不断，月儿跑到篱墙外。
山上有野狼谷，谷中养了各式各样的

狼，说是为了发展旅游。来的人还真不少，
都是要一睹狼的尊容。来了才明白，狼不好
色，狼对妻子最忠诚。一只只狼没有想法地
睡在谷草间，随便你怎么看。

三

大地上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认知，
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重新认知。真相乡
村的名字，或源于此。

我在这里看到了乡村的自信。我们曾
经忽视乡村，逃离乡村。也许长大了才知
道，有些是我们不应追求的，有些是我们不
该舍弃的。世界那么大，祖母的故乡却只有
一个。进入中年老年，才慢慢明晓什么最重
要。于是便一次次地回味、回望、回返。有的
回返已经很迟，只能在回望中回味，或暗自
感伤。

最终看到的是那片稻浪，那也成了打
卡的风景，稻花开成一片芬芳。风以不同的
姿势，为这芬芳推波助澜。

老屋、老树、老桥，奔跑的孩子，静卧的
黑狗，鸣叫的公鸡，以及百年蜿蜒不变的阡
陌。一代代的人生活于此，奋斗于此，就像
那些花，那些水稻，把一些时日遗望，又把
一些时日装点。

其实，乡村不仅是我们的物质，也是我
们的精神。乡村不仅连着我们的过往，也连
着我们的未来。没有这样的后花园，城市多
么寂寞和不安。

有的人一到这里，身体就空了，躺在月
光里软得一塌糊涂。有的人六神无主，四下
里走去，看人跳日月，听畲家情歌，心里就
更不知东西，就想着重新过一回自己。我知
道，每个人都会在这里坦露灵魂，尤其是斜
风细雨的时候，尤其是夜静更深的时候。

那些乡村都明白，只是不说。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著名作家）

真相乡村
王剑冰 几分淡定从容的春天

在不经意间，遭劫
倒春寒的妒忌
时光的脚步，多了些许的缓慢
寒风凛冽与漫天大雪
纷止侵入南北

在这段时光里
春游与回家的日子
相继搁浅
有人出不了门
有人回不了家
疫情又卷土重来

此时此刻，祖国
一切都在“上线”更新
如春天的鲜花怒放盛开
明媚与阳光相聚
普洒在温暖的大地
所有的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作者系江西省新余市政协秘书长）

这个春天
刘献忠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冬至
后107天或108天。二十四节气是考
察太阳视运动而定的，与阳历的关系
相对稳定，所以每年清明总在阳历4
月4日或5日。因“万物生长此时，皆
清净明洁，故谓之清明”。清明节的核
心内涵和情感本体是循天时而缅怀先
人和已故亲人，这是中华文化天人合
一和人伦情怀的典型表现。它的价值
取向是提升生命意义，文化功能是凝
聚族群、和谐天人，它有着丰富的文化
蕴涵。

提升生命价值的精神。祭祖扫墓
是清明节的传统节俗。人从哪里来又
到哪里去？这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潜
藏心底的人性本能的叩问。清明时节
当站在已逝亲人墓前，一面感受“生死
两茫茫”的悲怆，感念生我育我伴我的
恩泽，在生死的感悟中，灵魂震颤，受
到洗礼和净化。同时让人们停下行色
匆匆的人生脚步，伫立面对死亡，思考
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真谛。

清明节就试图来处理生与死的联
系、连接，接触到对人的终极关怀，是
集中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最富
有生命意识的中华传统节日。清明节
也是“春生”的生命季节，举行仪式感
念赐予生命的先人（和曾经伴我生命
的已故亲人），不仅是血脉相传，而且
也是精神相承。

生命之火延续什么？什么样的精
神能够流芳千古、永续传承？古人的回
答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天
祥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汗青”代表史书，青史留名。这两
句诗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融入历史的人
生价值取向。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助益
历史前进的人和事，才是有价值的，个
人的生命融入其中，也就随着融入的
历史而不朽。清明节可以强化这样的
生命意识。

注重人伦家国的情怀。重视人伦
情感，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
的贡献之一。西方重宗教，中国重人
伦。曾经流传这样的幽默故事：以大象
为论题令各国人作文，德国人写“大象
的思维”，法国人写“大象的情爱”，中
国人则写“大象的伦常”。一幢各族杂
居的大楼失火了，某族人忙于背出钱
袋，法国人立即抢救情人，中国人则奋
不顾身地背出老父母。这种谈资是否
准确姑不遑论，但这里只取它道出中
国人的特点：重人伦情义。清明节是凸
显中国人人伦情怀的节日。

在中华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所以中国人特别感恩父母和祖
先。所谓“慎终追远”的“追远”，就是一
代一代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每到清明
前后，台湾同胞、海外同胞，纷纷不远
千万里，回到祖籍，寻根祭祖扫墓。这
就是寻根意识、敬祖意识、报本意识。在纪念祖先时，古与今，阴与阳，祖先与子
孙，精神相融贯，加深了代与代之间相生相养的伦理亲情，加深了国族认同。

人不仅是祖宗一代代传下来的，在传统观念里，死后还是有魂灵的。如果
有魂灵，也是世世代代坚守住家庭、护佑着子孙，至少逢年过节要回家与子孙
团聚、接受子孙的供奉。许多家庭把先人遗像挂在家中的固定位置，代替传统
的牌位，表达敬天法祖的观念和对先人的哀思孝心。

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而形成的对天地的敬畏和“祖宗情结”，构成“天地
国亲师”的感念。过年和清明感念祖宗，不仅是传衍物质生命（人类自我生产），
而且传承精神生命祖德家风，让血缘伦理薪火相传。祖国是祖宗所在的国家，
家国一体。国族情结是中国人爱国、爱族、爱家的深层精神元素，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内在黏合剂。

提倡生态环保的习俗。清明的本义就在生态“清净明洁”。在天人和谐
相应的宇宙观里，人们从自然万物的孕育生长，联系到人类族群生命的繁
衍和个体人生的取向。“太和宇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境界。上巳节踏青、
祓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欲与大自然亲近、感受生命和谐
的心理需求，也表现了在大自然生机勃发之际对生命化机的尊重、张扬生
命活力的愿望。

我国大部分地区一到清明时节，就迎来生机勃发万物生长的春天，这是农
耕的重要时机，“清明不撒种，哪有五谷生”，同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这表
现了我国传统节日体系的特点也是优点：与大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与生态环
境保持和谐。清明原有插柳、戴柳的习俗，很自然地，清明插柳之风发展为植树
造林之举。孙中山先生把植树造林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推动。为纪念
他，其忌日3月12日被定为植树节。其实，孙中山先生的意愿是将植树节放在
清明节的，在他生前有一段时间也就是这么做的。1984年北京市定的“全民义
务植树日”，放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从2008年起由我本人首议的清明端午
中秋三节放假已被采纳，4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已连进清明节假期中，很现成的
可以把植树节、环保节落户在清明节。2011年《殡葬绿皮书》中提出，鉴于植树
节与清明节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涵上相互关联，可以考虑将植树节和清明
节结合起来。

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中华智慧“天人合一”观念，需要在清明节提倡生态环
保。我们的清明节俗应当由“插柳留春”“植树扩春”，发展为“环保护春”。让清
明节成为生态环保节，努力实现生态的“清净明洁”，绿色发展。

清明节的仪式、载体、方式方法正与时俱进地发展着，而其缅怀和感恩的
心情始终守正不变。感恩赐予我们生命的先人和居于生命链条上游的列祖列
宗，以及为民族造福的先烈先贤；感恩养育人类的天地大自然。在感恩情怀中
讲求高尚精神的世代传承、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啊，清明节，你是思亲报本惜春正命的节日。
（作者系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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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厉以宁对历史的偏爱和研究
不可避免地影响和映射到了他的诗
词创作中。

在他的诗词里，包含有海量的
历史典故、思考和评析……


